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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919年的兰州理工大学，是甘肃工科教育

的发轫地。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数代兰理工

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根西部，艰苦创业，秉承以“艰

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内涵的“红

柳精神”,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齐奋进，始终立足

西部、服务甘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学技术

进步做贡献，谱写了一曲救国、报国、强国的时代华章。

百年回首 弦歌不辍

西关什字，兰州市最为繁华的闹市，每天人流如

织，车如长龙，尽情展现着这个现代都市的勃勃生机。

位于这里的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有两座经历了百年

沧桑的古建筑——甘肃举院至公堂和观成堂。

甘肃举院，亦称甘肃贡院，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建

立的一座贡院，也是中国最西边的一座贡院。甘肃贡

院先后设农业试验场、甘肃劝工厂、甘肃农矿学堂、甘

肃官报局、甘肃督垦总局、甘肃高等巡警学堂。甘肃省

立兰州工业职业学校于1936年迁至贡院，占地17.6亩，

各类校舍253间，从此结束了以借租房屋办学的窘况。

这所起步于家国艰难之时的学校就是1919年由甘肃省

署创办的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如今的兰州理工大学。

1919年，根据国民政府《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

校规程》，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兰州理工大学前身)在甘

肃创办，临洮名士、测绘学专家牛载坤（1886—1934

年）担任首任校长。从立校之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前，学校先后六迁校址、七易校名，却始终弦歌不

辍、传承有序。1921年，改为甲种工业学校；1924年，

改为省立工业学校；1927年，更名为省立工科职业学

校；1929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1936年，按照

新学制又改为省立兰州工业职业学校，设纺织、编染、

制革三科各一班；1944年，改名为省立兰州高级工业

职业学校，设高级土木科、机械科、纺织科、化工科、电

讯科各一班。自1919年至1948年的30年中，化学专

家水相、城市与建筑规划大师任振英、著名教育家赵元

贞、数学家段子美等一批有识之士，都曾参与学校的建

设和治学工作。秉承“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理想，他

们艰苦办学，累计编班54个，培养学生1500余人，在甘

肃近代工科教育探索与实践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2年，兰州市政府批准在七里河区划拨土地

420亩，用于建设兰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永久性校

舍。同年，学校派出2名教师和4名刚留校的毕业生，

开始建校的起步工作。他们自己动手测绘地形、平整

场地、验收砂石砖瓦。面对没有水源的困难，他们肩扛

背驮，用马车到黄河取水，遇上数九寒天，就只能将混

合着泥土、垃圾的冰块拉回来融化饮用。正是凭借这

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硬是在被称为“乱骨堆

坪”的黄土坡上建起了学校的固定校舍，这里也随之更

名为“兰工坪”。

1958年4月，学校改名为兰州工学院，同年10月，

甘肃交通大学并入兰州工学院，组建为甘肃工业大学，

开始了曲折的大学创办阶段。面对师资匮乏、校舍和

办学经费不足等严重困难，学校带领教职员工垦荒种

菜，自制教具，自编教材，克服万难坚持办学。

1965年，学校发展的春天到来了，为适应“大三线”

建设需要，经中央批准，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接管学

校。一批专家学者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北京机械学

院、合肥工业大学西迁至甘肃工业大学，他们当中有我

国水力机械学科带头人曹鹃，著名焊接专家陈剑虹、沈

世瑶，被誉为“科学征途上的勇士”的刘希远，精通六门

外语的水力机械专家程兆雪，开创学校阀门学科先河

的杜兆年，化工机械专家刘振全，以及教育名家张德邻

等青年才俊，大大提高了甘肃工业大学的整体学术水

平和人才培养能力。他们领着学生，带着设备，怀揣学

术理想、教育之光，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祖国西部的教

育事业，集中彰显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使命追求。

西迁前，学校经过40年的艰难发展，逐步形成机

械制造、电力、工民建、无机化工、采矿5个主要学科，教

职工240多人。西迁后，450多名甘工大人众志成城、

无私奉献。经过学科融合和专业调整，许多专业在国

内特色鲜明、享有盛誉。其中，机械制造、铸造、焊接、

水力机械、化工机械、液压、自动控制、电气工程、土木

工程等10个专业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学校整体办学水

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学校更名为兰州理工大学。如今，在陇原

情怀与西迁精神交融中，历经百余年的坚实发展，学校

底蕴不断积淀，行业特色更加鲜明，成为甘肃省人民政

府、教育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学校有院

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高层次人才队伍，有教育

部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

划”创新团队等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可谓是名师荟

萃。人才培养涵盖本科、硕士、博士，有3个学科进入

“ESI排名全球前1%”,学科特色鲜明。学校建有“省部

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一批省部级科研基地，多层次科

研创新平台体系完备，成为一所拥有一流工科、坚实理

科、特色文科的百年学府。

群星闪耀 灼灼其华

回首往昔，从首任校长牛载坤开始，一代代兰理工

人始终扎根西北、开物成务、厚德启智、奋进求是，为我

省高等工程技术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学校百余年

教书育人的征途上，熠熠生辉。

一、甘肃“教育救国”的先行者牛载坤

兰州理工大学的首任校长牛载坤（1886—1934），

字厚泽，甘肃临洮人。他自幼勤奋好学，曾考取廪生，

后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1909年由新疆巡抚担保进入

京师大学堂学习测绘等专业。民国建立后，他又到北

京簿记讲习所读会计学。此时，正值武昌起义，牛载坤

和一些有志之士认为西北贫穷落后，应该向先进地区

学习，广开眼界，然后再回家乡，开展建设事业。于是

约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到南方去访问学习。他们参

观访问了南通师范、无锡师范、上海中学、商务印书馆、

大生纱厂等学校、企业，期间更是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

如张謇、黄炎培、马相伯、史量才等，获得不少教益。

1913年，牛载坤学成回到甘肃，他以顽强的毅力、

开拓者的创业精神，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实业救

国”的理想与实践中。看到甘肃教材缺乏又极不统一

的现状，牛载坤在兰州集资创办“正本书社”（原址在今

张掖路），让“民主”与“科学”开始在闭塞落后的甘肃传

播。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林竞（《西北丛编》作者）在与

牛载坤作采访交谈后，赞其为“甘肃艰苦卓绝之实行

家”。1916年，他担任首任甘肃教育会长，在主要县份

共办起8所师范学校，培养年轻教师，先后创办树风学

校、陇右公学（现兰州第八中学），著有《五十年来中国

之毛业》《水利之研究》等。1917年，牛载坤向甘肃当

局申请筹办“工艺传习所”（在今通渭路），设毛编、制

革、地毯三科，从外地聘请教师、技师，招收本省学生培

养。该所一开始用手工制作，后购得日本织袜机、织衣

横机，逐渐向机械化过渡。1919年，在此基础上成立

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兰州理工大学前身），牛载坤任校

长一年两个月。正是在担任省立工艺学校校长期间，

他提出了“艰苦自立”的校训，开创了甘肃近代工科教

育的先河。今天，兰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屹立着校长

牛载坤的雕像，以致敬和纪念他的救国报国情怀和对

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

二、“实业救国”的践行者水枏

1920年，同样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甘肃榆中县

人水枏（1892—1958）继任甘肃省立工艺学校校长，至

1943年结束。水相，1914年毕业于甘肃省立高等学

堂，1915年被保送至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化学工

程。五四运动中，他曾担任学生代表，积极参与爱国救

亡运动。五四运动后，为避免迫害，水相被甘肃省署派

往东南各省及日本考察实业。

在担任工校校长期间，他先后编写了《日本实业考

察记》《理论实验肥皂学》等专著，创办了陇右化学实验

社，从事制皂、制革、造纸、火柴制造等，所产“新新条

皂”“新新药皂”深受兰州人民喜爱，为甘肃近代工业职

业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相主动上交榆中老家

的土地，踊跃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支援国家建

设。曾当选为兰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兰州

市工商联委员、兰州市社团财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后担

任兰州市房产局副局长。

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李之钦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兰州理工大学

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方面，东北重型机

械学院水力机械、化工机械、石油矿场机械专业，北京

机械学院焊接系并入学校，并从湖南大学、合肥工业大

学等重点高校抽调了一批优秀的基础课教师，奠定了

学校发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文革”对学校的发

展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早期职业教育家李之

钦于1973年至1983年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对于当

时学校拨乱反正、步入正轨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之钦，陕西省延长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5年延长县土地革命开始，他全身心投入革命，

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

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

宣传部教育处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等

职。1958年，他由中央宣传部调至甘肃，先后任甘肃

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甘肃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党委书记、校长。1982年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在校十年，又逢特殊时期，李之钦强调要创造性地工

作。他结合学校实际存在的问题，带领师生员工全力

以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恢复教学秩序，

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基础教育。他特别重视师资

队伍的培训，为了尽快使教师业务水平适应教学、科研

工作的需要，学校举办了诸如英、日、法、俄等外语学习

班和液压技术、弹性力学等多个专业进修班，邀请日

本、新西兰等国的专家在校内举办外语培训班、企业管

理培训班。同时，选派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同志到瑞

士、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进修，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李之钦一生始终对人民教育事业、对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1979年6月，他主持召

开了为期三天的甘肃工业大学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

并在结束时作了题为《改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讲

话。就是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了全校要协同育人、共

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

是党委的事、是政工干部的事，更是全校教师、团委、工

会、后勤等各部门要共同努力做好的事。“在学校，我们

不仅要教书，更要教人。”这些浓缩着他一生经验与心

血的办学理念，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新时代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参

考价值和意义。

1982年2月中旬到5月下旬，年逾古稀的李之钦带

着学校1978级各专业学生，先后到全国7个省（市）共

11个厂、矿、工地进行毕业实习，并亲赴实习单位和现

场，检查和了解实习情况，看望实习学生和带队教师。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李之钦

都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

批优秀人才，是西北教育界的杰出代表之一。

四、“亚洲焊王”陈剑虹

凝聚着兰州理工大学几代人心血的焊接技术与工

程专业，是学校的重点优势专业，也是国家级特色专

业。1998年，以该专业为主要依托的材料加工工程学科

获得了甘肃省第一个工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这个专业

的发展，被誉为“亚洲焊王”的陈剑虹教授是灵魂人物。

1967年，在风华正茂的年龄，陈剑虹从清华大学焊

接专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原北京机械学院任教。

按照当时国家布局需求，1968年，北京机械学院焊接

专业整建制迁入甘肃工业大学。没有丝毫犹豫，陈剑

虹收拾好行囊，来到了兰州，开始了焊接方向的专业研

究，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他常说，西部迫切需要人才和技术，只要选准方

向，付诸努力，一样大有可为。在“得不到大奖、拿不到

大钱”的研究领域，陈剑虹数十年如一日，耕耘不辍，硕

果累累。1978年，“文革”刚结束，他的“低尘低毒焊

条”课题成果就获得当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实现了学校

国家级奖项零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开始，陈剑虹将研究目光聚焦到金

属解理断裂方面。1997年，在国际解理断裂专题会上，

美国断裂研究专家将陈剑虹和他的学生完成的物理模

型称为“陈·王图象”。2008年他被中国焊接学会授予

“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2014年，他综合所著70余篇

学术论文，出版了科学专著《金属解理断裂微观机理》,

成为彰显中国学者在此领域学术研究水平的标志性成

果。2016年，陈剑虹被美国焊接学会邀请作大会报告，

他是第一个受邀的中国焊接学者。1985年至1995年，

陈剑虹担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他一边狠抓学校基础

设施建设，一边创新性地提出了“三流学校办一流专

业”的理念。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学校引进了扫描电

子显微镜、激光衍射仪等当时先进的进口设备，集中力

量加强了焊接工艺与设备、水力机械等优势专业建

设。1998年，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

授予点，成为当时西安以西唯一一个可以授予博士学

位的工科学科，为学校优势学科发展奠定了学术基

础。2010年，学校建成了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再利用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对于人才培养，陈剑虹方向明确：“要培养一名合

格的工程技术类大学生，除了在学校从头学起、接受理

论知识外，更需要来自社会上的技术实践训练。”秉持

“贵在质量”的原则，多年来，陈剑虹培养了13位博士

生。其中包括甘肃省第一个工学博士王国珍，以及一

批专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学者，如第14届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奖得主上海电气集团高级工程

师刘霞。在师生眼中，陈剑虹对学校的贡献不言自明。

但他总是说：“是甘肃、是兰州理工大学给了我施展的机

会，如果没有在这里工作，我可能没有现在的成绩。”

五、“科学征途上的勇士”刘希远

1961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发配电专业的刘希

远教授曾经被《人民日报》称为“科学征途上的勇士”。

1985年，为了尽快提升教师治学水平，学校委派刘希

远前往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院进修。期间，刘希远

不分白天黑夜地钻在资料堆里、实验室里。在瑞士的

第一年，他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一次，他边走

边想问题，腰带挂到了门把手上也全不知晓，还继续使

劲往前走，一下子把腰带给拉断了。有时走着走着，头

撞到了墙上才突然醒悟。周围的人纷纷说：“这个中国

人着了魔了，傻了！”渐渐地，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

敬佩和赞叹，他们说：“我们在刘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国

人锲而不舍的精神。”

经过近3年的刻苦钻研，刘希远完成了“迟后型时

滞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判断及稳定条件”这一课题，引起

了当时国际自动化界的震动和瞩目。他也成为该校历

史上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

毕业后，刘希远毅然放弃高薪，不改初心，回到甘

肃工业大学，担任自动控制系主任。凭着科研上的实

干精神，他和全系教职工一起制订了“七五”规划，提出

“拓宽专业面、筹建大系统研究室、建立学术梯队”等建

设思路。短期内编写出讲稿，开设了“最优控制”与“大

系统理论及应用”两门课程，建立了自动控制和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两个专业，第二年申请了这两个专业的

硕士学位授予点。这些都为发展学校自动化学科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六、给房子做减震器的“全国师德标兵”杜永峰

2008年汶川大地震，毗邻四川的甘肃省陇南市一

些地方成为重灾区。土木学院教授杜永峰作为省内专

家立即赶赴灾区，当他站在3栋几乎完好无损的住宅

楼前时，“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进了肚子里。”这些六层

楼的建筑因为使用了他研究推广的“隔震垫”技术，得

以保全。

1996年，结构工程专业的杜永峰开始研究“隔震

垫”技术。这项起源于新西兰，最初在国内南方应用的

技术对于抗地震的作用可谓和地基一样重要，在地震

来临时，能起到非常大的缓冲作用，上体结构的晃动会

明显减小。杜永峰不大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研究用的

设备、仪器、军大衣，还有这几十年来他研究的各种“隔

震垫"。南北方的气候差异，导致“隔震垫”要进入北方

首先要适应这里的温度。研究中，杜永峰经常带着他

的学生待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实验室里，把放置在-50℃

冷冻机里的“隔震垫”快速取出安装，然后接受模拟地

震震动，虽然每次都穿着军大衣，但他们一个个还是冻

得直打哆嗦。反复的实验表明，“隔震垫”在低温环境

中，虽然会变硬，但减震系数并没有降低，这也就意味

着“隔震垫"适用于北方。应用于陇南建筑物中的“隔

震垫”,是杜永峰和兰州理工大学防灾减灾研究团队在

一一解决了符合甘肃实际的“隔震垫”设计标准、大小

参数等具体问题后才投入使用的。汇集了他们研究成

果的《基础隔震结构设计及施工指南》,也成为国内隔震

结构设计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兰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经常能见到杜永峰步

履匆匆的身影，他个子不高，人也很瘦，通常米、蓝两件

西服就是一年的着装，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很忙”“很

瘦”,却也“很不简单”。杜永峰经常晚上11点左右还

在办公室工作，有时候甚至是一个通宵，为了节约时

间，他在办公室吃两个馒头喝点水就是一顿饭。就是

这样一位“时常住办公室”“啃馒头”的老师，连续获得

“陇原师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

政治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等多

项殊荣，成为学生心中最喜爱的老师。

尺素传情，抒写报国之志。正因为这样一位位闪

烁着灿烂光华的治学名师，才成就了如今百年兰州理

工大学的精神脊梁。

红柳精神 永续传承

红柳，生长在风沙肆虐、环境恶劣的西北高原，有

很强的耐寒耐旱、耐风沙耐盐碱的顽强品性，它总能在

贫瘠的土地上汲取到生长所需的养分，长成大面积丛

林，擎起盐碱荒漠上火红的信念和绿色的希望。

兰州理工大学发轫于时代大变革，创立于家国艰

难时，传承在百年大洪流，倾力于陇原大发展。百余年

来，历代先贤筚路蓝缕、克勤克俭、艰苦自立、玉汝于

成，就像挺立在西部荒原和风沙线上的红柳一样，在时

光的长河里坚定理想信念，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出

一批又一批时代英才，并逐渐打磨、沉淀、形塑、传承了

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主要

内涵的“红柳精神”，体现了百年来兰理工人立学、办

学、求学、治学的价值追求，成为一代又一代兰理工人

锐意进取、献身大西北建设的不竭动力。

2006年9月，在迎接教育部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

估工作中，学校正式将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为主要内涵的办学治校精神确立为“红

柳精神”，并以此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内容，持续不断

教育引导师生发扬学校历代建设者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的奋斗精神，汇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磅礴力量。

这一做法得到了专家组的高度赞扬。

如今，“红柳精神”已经成为兰理工人共同的精神

家园和奋进求是的精神源泉。学校持续打造的“红柳

学科计划”“红柳人才计划”“红柳大讲堂”等文化品牌

深入人心，学校先后荣获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

国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文明校园”等荣誉，社会主义大学的文化底色

更加鲜明。

进入新时代，以“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负责人朱彦鹏为代表的教师紧紧围绕国家、西

北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需求，解决了低丘缓坡造地、兰州

地铁、陇南成州高填方机场、兰州黄河铁桥顶升加固等

诸多工程和学科问题，坚持将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原野

上，将科技成果应用在西部大地上。以“全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蒲文斌为代表的广大学生志存高远，心系家

国，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良好风

貌。以“神九”“神十”飞船副总设计师李卫、焊接技术

“大国工匠”刘霞、“蛟龙号”深海潜航员傅文韬、“时代

楷模”八步沙林场治沙人陈树君等为代表的广大校友，

将“红柳精神”作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书写着对国

家、民族与社会的忠诚与奉献，彰显出蓬勃向上的新时

代力量。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种精神撑风骨。每到深秋时

节，学校甲子山上的红柳便开得如火如荼。师生们喜

爱这种风沙埋不死、干旱渴不死、盐碱苦不死、严寒冻

不死的植物，因为它的倔强坚守、执着绽放像极了兰理

工人的精神秉性，因为它的立苦不弃、生生不息，见证

了一代代兰理工人扎根西北、矢志奋斗的光荣与梦想。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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